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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张掖市委常委 甘州区委书记 张 健

中共甘州区委副书记 区政府区长 张玉林

修志记史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际，用志书的形式系统记述党校发展的历程，向建党

90 周年献礼，旨在存史、教化和资政，发扬党校工作的优良传统，推动党校事业科

学发展。

区委党校迄今已走过五十余年的光辉历程。五十多年来，区委党校按照中央和

省市区委的要求，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紧扣改革发展主题，坚持政治立校、科研兴校

和人才强校，坚持从严治校、从严施教和从严管理，切实加强校风、教风和学风建

设，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为我区培养了大批党员干部和理论骨干。特别是近年来，

区委党校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紧紧围

绕全区工作大局，努力履行职责，积极开展工作，主动适应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要求

和干部教育规律，充分发挥党校培训干部的主渠道作用，在大规模培训干部和大幅

度提高干部素质，推进党校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建立和完善党校教学布局，深化教

学科研改革，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绩，为全区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

农村实用技术人才。

当前，我区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区、现代农业示范区、

通道经济特色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建设步伐，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时期，党校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区委党校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

条例》，根据新时期对党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方针，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创新意识，进一步加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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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州区委党校志

建设，提高理论水平，充分发挥党校培训领导干部的主渠道作用、党的理论武装工

作的重要阵地作用、推进党的理论研究和咨询服务的生力军作用、建设学习型政党

的积极推动作用和促进领导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作用，扎实推动党校事业取

得新的发展。

《中共甘州区委党校志》全体编纂人员去伪存真，秉笔直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

党校自成立以来所走过的光辉历程，汇集了历任领导班子和教职员工在建设、改

革、发展等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堪称建党 90周年之厚礼。

真诚地希望区委党校全体教职员工，以校志出版发行为契机，总结经验，发扬

成绩，振奋精神，锐意进取，深入推进教学改革，切实加强教学管理，加大党员干部

和社会人才培训力度，为甘州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一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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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沧桑砺洗，春华秋实。甘州区委党校跨越了五十多个春秋，走过了一条曲折坎

坷、自强不息的发展之路，其间风雨沧桑，史事沉浮。党校在由小到大、从弱变强的

历史进程中，无不渗透着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社会各界人士的无私帮助；从拆

迁新建到资源整合的发展壮大中，无不凝聚了历任领导班子和广大教职员工的辛勤

汗水和智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我们感到有责任、有义务把党

校建校以来五十多年的发展过程和历史变迁梳理整编，用志书的形式加以记述，以

发挥存史、教化、资政和育人的作用，以告慰先贤，启迪后人。

历史是现实的累进，现实是历史的延伸。适应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对干部队

伍建设的迫切需要，党校作为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基本理论的重要阵地和增强干

部党性锻炼的熔炉，于 1959年 2月应运而生，迄今已经走过 52年的发展历程。在历

届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按照中央和省、市委对党校工作各个阶段的要求，坚持政治

立校、科研兴校、人才强校、从严治校的工作原则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艰苦奋斗、

执政为民的办学方针，紧扣改革发展主题，贴近甘州发展实际，认真履职尽责，积极

开展工作，为地方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党政领导干部和思想理论骨干。

党校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党的意识和创新意识是办学的主线。2007年，区委、区

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多方考察论证的基础上，决定以区委党校为依托，整合区行

政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技术培训学校、农业机械化学校、教师进修学校、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等教育培训资源，成立甘州区社会服务培训中心，并从

2008年起连续三年每年财政列支 200万元的专项经费，用于改善校园环境和培训

设施。与此同时，从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教师队伍入手，集中整合教学资源、项目资

中共甘州区委副书记 区社会服务培训中心主任 李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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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州区委党校志

金和办公经费，实现运行体制、教学资源、服务职能和培训规模优势最大化。党校、

社会服务培训中心领导班子和广大教职员工充分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

传统，先后多方筹资一千多万元，建成综合教学楼、学员食堂、多媒体网络教室和中

央党校远程网络教育 C级站，开通辐射全区农村的远程教育教学网络。全面完成了

危房拆迁、道路硬化、校门新建、餐厅建设等工程，绿化面积达两万多平方米，初步

形成了大树移进校区、奇石点缀绿地、四周绿树环绕、校园遍地鲜花、四季有绿、三

季有花的“花园式”校园，营造了幽静、温馨、和谐的教学环境。

时代特征是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在党校的搬迁新建过程中，市委、市政府及

省、市委组织部主要领导多次调研指导工作，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主持召开

专题会议和进行现场办公，帮助党校解决了资金、人力等难点问题。自新建以来，领

导班子致力于建设培训管理规范化、教学研究实践化、教师队伍多元化、校园环境

优美化、后勤服务人文化的县级党校，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

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得到了上级有

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和全区党员干部的广泛赞誉，为推动甘州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回顾历史，旨在开创未来；总结经验，重在指导实践。党校志是对党校工作的全

面回顾和系统记录，是党校历史的真实写照和理性总结，是经济社会发展轨迹的再

现。挖掘、整合、归纳、书写党校历史，对推进全区党建研究，将产生重要影响。《中共

甘州区委党校志》编修工作正式启动以来，全体编纂人员夜以继日，辛勤工作，数易

其稿，终于付梓，我们倍感欣慰。值此，我谨代表编委会向全体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

敬意！

二○一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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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文化是人类成长、发展的记录，是一个民族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文化要有厚

实的根基，既需要不断地探源与挖掘，也需要不断地灌溉和滋润。

修志存史，无疑是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一件令人欣慰和值得庆贺

的大事。在地方志的编修中，党校志的编纂，则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是志书编修领域的一种拓展和创新，为地方志的编写增添了鲜活的内容，呈现出生

动的气象。

岁月洗却历史铅华，和风诵咏发展弦歌。在人类发展史上，五十年只是短暂的

一瞬间。然而正是在这不长又不短的岁月里，甘州区委党校这所伴随我国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成长起来的党性熔炉，其自身经历了筹建办学、艰苦创业、改革创新

的征程。五十多年来党校以“建设一流学校，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注重发挥“三个

阵地、一个熔炉”的重要作用，着力构建干部和社会人才培训新格局，以创新办学理

念、拓宽培训思路，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培训质量，改善办学条件、优化教学环境为

重点，发挥党员干部和社会人才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和主渠道作用，对广大党员、基

层干部和社会人才开展大规模、高密度集中培训，构建了党员干部和人才培训的

“高速路”，使党员干部和人才培训工作驶上了“快车道”。

人类皆有寻根探源的天性。文化之根在教育，而党校文化的保存和延续，可以

为教职员工和学员带来无尽的追忆和畅想，是党校精神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中共甘州区委党校志》坚持以历史性、人民性与思想性为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真实地记述了地方党委在党校改革发展过程中所给

予的重要支持；略远详近地讴歌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师生员工在党校建设与发

展中走过的艰辛历程和付出的智慧汗水；朴素地描绘出党校从分立到整合，从弱小

中共甘州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 区委党校校长

区社会服务培训中心党委书记 副主任
王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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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强大的历史线条；浓墨重彩地记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校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走

在理论前沿的创新意识，全方位地展现出党校建设史上发展最快最好最令人瞩目

的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对待历史，既应当有一份事实说一份话，更应当把事实放到一定的空间时间和时代

背景里来考量；既需要有“实事”，更需要“求是”，探求史实所蕴含的因果关系和历

史规律。党校姓党、忠诚于党本身就体现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共甘州区委党

校志》旗帜鲜明地把以改革开放的精神、科学发展的思想、和谐社会的理念、科教兴

国的观点为内容的当代中国时代精神贯穿其中，编纂得体，章法合理，文气畅达；言

人叙事，质而不俚，记景状物，辨而不华；寓奖惩于善恶，发潜德之幽光；其笔直，其

事核，其情挚，其俗淳，既有纵的回顾，又有横的剖析，追源溯流，脉络分明，旨在弘

扬传统，振奋精神，拓宽视野，启人新知，体现了党校的办学特色和思想理念，具有

较高的史料价值与恒久的生命力，为科学总结办好党校的历史经验奠定了重要的

史料基础，为探索新时期党校教育的规律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将以“经世致用”

的功能，激励来者，启迪后人。

历史毕竟是历史，而更重要的是开拓未来。让我们共同携手，去谱写甘州区委

党校更加绚烂的新篇章！让我们共同浇灌甘州区委党校这片精神乐园，相信甘州区

委党校一定会在今后的发展中创造出新的辉煌！

二○一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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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甘州区委党校志》为首创纂本。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坚持尊重历史、详近略远、突出特色、秉笔直书的原

则，重在记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校不断深化以教学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创

建一流党校等内容。编者力求用科学的编写方法理清历史发展脉络，统合起止，上

下贯通，做到既不割断党校历史，又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党校创建至今五十余年发展

的珍贵史料。校志上始 1959年 2月，下至 2010年 12月。

二、志书中党校名称尊重历史称谓，组织机构、部门、教学科研机构等名称，在

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以后出现均用简称。

三、志书结构分章、节、目三层，有些内容只分章节，有些内容在目内又分子目、

细目。全志除综述、大事记外，共设 20章、100节、60余万字，综合性、代表性图片集

设卷首，行文内插排相关照片。结构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相辅相成，互

相照应。

四、志书内行文以语体记述式撰写，述而不论，秉笔直书，如实记录。记述中遇

到的公元纪年、月、日、计数、统计表、百分数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50 年代”、“60

年代”、“70年代”等均属 20世纪。21世纪照此写，不写“新世纪”。

五、志书内容视档案记载而为———党校档案保存极少或无档可查的 50－70年

代的记载比较简略，档案保管健全的 80年代以来的载录比较全面。无档可查的根

据口头资料撰写。

六、志书中在介绍历任领导班子成员时，以党校校长、常务副校长、副校长、培

训中心主任、副主任为序，并按其任职先后顺序排列。志书中只介绍在党校退休的

领导和教职员工及 2010年在党校、社会服务培训中心的在职人员。历年教职工因

年代久远、资料缺失未能全部录入。

七、培训班内容以某年代设章，21世纪内容较多，分设两章记述。记述以党校主

凡 例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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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班次为主，同类培训班先概述，后详记 1至 2期培训情况。

八、基层宣讲党课，21世纪以前的授课情况已在正文叙述中说明，21世纪后的

授课情况以表格形式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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